
最新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篇一

在东亚的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上升;自古以来，以红色字书写
信函表示向对方严重侮辱，如收件人是寄件者的相识，则更
带有绝交之意，略有魔法的意味;多支著名足球俱乐部会使用
红色为球队主色，包括英格兰的利物浦及曼联的米德尔斯堡，
前两者因球队主色而称呼为“红军”及“红魔鬼”;德国的拜
仁慕尼黑队主场球衣的颜色也是红色。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全程渗透，收效好!让学生能够分清红色
的种类，在调色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大红、朱红、嫣红、
深红、水红、橘红、杏红、粉红、桃红、玫瑰红、玫瑰茜红、
茜素深红、土红、铁锈红、浅珍珠红、壳黄红、浅粉红、鲑
红、猩红、枢机红、勃艮第酒红、灰玫红等。本课可以通过
联系生活实际，认识三原色中的红色和相邻近的其他颜色。
针对“如何利用深浅不同的红颜色，使画面有层次，主体突
出”这一难点，教学中可采用对比借鉴的方法，以唤起学生
强烈的色彩感觉。如：把事先画好的红色物象剪下来，请学
生为它选择一个合适的红颜色作背景;欣赏评述一些以红色为
主的画面，并指出其色彩搭配的优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本课的学习效果很不错!

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篇二

教材分析：

本科属于“造型表现”领域课程。与第七课《黄色和蓝色的



画》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以联系生活实际，学习和认识、
了解三原色为主的课程。本课旨在让学生认识和了解三原色
中的红色及其邻近色，并学习用这些色彩进行表现。本课的
教学使学生从盲目、随意的涂抹颜色，转变为有意识地了解
色彩，运用色彩，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让学生了解到，红
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和激情。

教学目标：

1.认识三原色，感受和认识红色特有的美感。

2.能以红色为主色调画一幅画，表达自己的情感。

3.激发学生学习色彩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共同
合作的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三原色，感知红色特有的美感及其在画面上的运用。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用红色表达自己的感受，启发学生
发散思维。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欢迎进入色彩王国，认识三原色。（红、黄、蓝是无法调
和出来的，它们被称为三原色。）

2.今天这节课我们先来了解红色，创作一幅《红色的画》
（板书课题）



二、讲授新课：

1.感受红色

生活中，你在哪里看到了红色？（相机出示图片）

它给人什么感受？

生：快乐、红红火火

小结：红色是中国传统的喜庆颜色，它鲜艳、温暖，热烈，
代表红红火火，吉祥如意，在过年过节、庆祝活动以及婚礼
上常用到它。

2.寻找红色

生活中那些事物是红色的？

（1）哪些东西是红色的？

（苹果、草莓……）

（2）哪些动物是红色的`

（金鱼、红猩猩、火烈鸟……）

（3）生活中那些红色的场景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夕阳、过
新年……）

3.欣赏红色的画

（1）欣赏农民画《剥玉米》

1）请你找一找画面中深浅不同的红色



2）考眼力：除了红色，你还有什么发现？

生：还有蓝色、黄色、绿色……

3）红色的画在画面中给你什么感受？（丰收的喜悦）

小结：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剥玉米》正是将中国
人的审美情趣表现到了极致，整幅画面以大红色铺底，上面
添加了一些黄、黑、蓝、绿灯对比强烈的颜色，使得作品绚
丽多彩，艳而不俗，给人愉悦的视觉美感。

（2）欣赏名家作品

思考、讨论、交流，画面中用红色表现了什么内容？你喜欢
哪一幅作品？

1）《鸡冠花》林风眠：表现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画面。

2）《红色的和谐》法国马蒂斯：它是野兽派的代表人物，通
过这幅画让我们看到他奇特、神秘的想象。

（3）欣赏同伴作品：他们的画表现了哪些题材？

思考：以红色为主色调画一幅画，你想表现什么内容？

三、艺术实践：

1.找一找：找出水彩笔或油画棒中的红色家族成员。

2.画一画：请你以红色为主色调，将生活中感受最深的场景
创作出一幅红色的画。

四、作品展评

1.小组互评，谁的作品将红色表现得喜庆，热烈丰富。



2.全班展评。

五、全课小结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三原色，还运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创作精美
的作品，希望你们能大胆运用红色装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教学反思：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本课通过让学
生寻找红色的东西、红色的动物、红色为主的场景，让学生
了解到红色，知道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和激
情。进而欣赏画家、同伴的作品，激发学生创作的欲望，使
学生从盲目、随意的涂抹颜色，转变为有意识地了解色彩，
运用色彩表现事物的美，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

学生能找到许多可以表现得事物，兴致很高，可是作品质量
却不高。反思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教师对于方法的指
导欠深入，应让学生理解红色的画就是让学生用大量的红色
系表现画面，表达感受；二是学情把握不够，可让学生从尝
试表现生活简单的事物开始，逐渐提高造型能力，避免出现
眼高手低的现象。

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篇三

本课教材与《黄色和蓝色的画》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学习
这两课，认识三原色，感受红、黄、蓝三种颜色使画面产生
的特有美感，使学生开始从盲目的、随意的涂抹色彩，到有
意识的运用色彩，培养学生色彩美感，激发学生学习色彩知
识的兴趣，提高学画色彩画的积极性。

【教学目标】



1、认识三原色，并通过各种具有民间喜庆特色的物品，以及
红色为主的美术作品的展示，使学生感受和认识红色特有的
美感，增强对色彩学习的兴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红
色的画产生的热烈、喜庆的艺术效果。

2、以红色为主要颜色，绘制一幅以红色为主的画，表达自己
的情感。

3、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色彩美有初步的感
受能力，从而更加注重观察生活，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
通过教师的引导，加强对学生探究式学习及合作学习能力的
培养。

【教学重点】

认识三原色，感知红色特有的美感，及其在画面上的运用。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用红色表达自己的感受，启发学生
的发散思维。

【教具】

课本、有关资料图片

【学具】

课本、绘画工具

[教学内容]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风景画1彩色风景画2黑白



师：你喜欢哪一幅?说说理由

预设：彩色，因为有颜色

生：红黄蓝师：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原色

这节课让我们走进红色的画，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二、讲授新课

1、生活中的红色

师：生活中有哪些红色的事物呢?生：······

师：老师也带来了红色的图片，有没有你没想到的?

水果、蔬菜、沙漠、民间扭秧歌、舞龙舞狮、腰鼓

2、师：红色使用的场合

提到红色，我不禁想到一个词：红红火火。

我们中国最红火最喜庆的节日是什么?

生：春节，过年

师：在过年时你都见到哪些红色事物?

生：对联灯笼鞭炮····

师：红色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它鲜艳，热烈，代表红红
火火，吉祥如意，一般在重大活动庆祝或婚礼上都会用到它。

3、红色的感受



师：你觉得红色给你什么感觉?

生：喜庆热闹奔放

板书：喜庆、热闹、奔放

4、欣赏艺术家的作品

(1)荷兰梵高简介和经历

文森特·威廉·梵高，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如
《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
全球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他的一生颇为
坎坷，却为艺术奉献一生。1890年7月29日，梵高终因精神疾
病的困扰，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是年他才37岁。

出示作品《向日葵》《红色的葡萄园》

在他的眼里，天空变成了什么颜色?

生：黄色

师：表达作者对生活充满希望

(2)法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描绘了什么情景?

室内还是室外?(室内)

女佣在做什么?(整理桌子)

桌子上都有什么?

大部分用了什么颜色?(红)还用了什么颜色?(橘黄、蓝色)

其他颜色多不多?(不多)



师结：红色的画可以用其他的颜色，但是只能用一点点。

师：透过这幅画我们看到有片草地，如果换一种绿色好不好?
都换成红色好不好?

(3)农民画《剥玉米》

画面中都在干什么?

生发言

师结：红色是个大家族，我们看看今天谁穿了红色的衣服?

看来同学们已经对红色了解较深刻了。

5、欣赏学生作品

你最喜欢哪一幅?描绘了什么?(红色的梅花、红色的石榴)

用什么材料?油画棒(厚重饱满)

花的颜色(深红，橘红····)

欣赏了这么多，你想用手中的画笔表现怎样的画面呢?

三、作业要求：以红色为主画一幅画，表现红色的物品或红
色的场景。

四、学生作业，教师巡回指导(背景音乐)

五、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你喜欢哪一幅?为什么?

学生互评：选一幅自己喜欢的画



师评：选择一张画，点评，以表扬为主

六、课后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红色的画，课后还可以追寻红色，感受红色
带来的感动。

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篇四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本课通过让学
生寻找红色的东西、红色的动物、红色为主的场景，让学生
了解到红色，知道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和激
情。进而欣赏画家、同伴的作品，激发学生创作的欲望，使
学生从盲目、随意的涂抹颜色，转变为有意识地了解色彩，
运用色彩表现事物的美，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

学生能找到许多可以表现得事物，兴致很高，可是作品质量
却不高。反思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

一是教师对于方法的指导欠深入，应让学生理解红色的画就
是让学生用大量的红色系表现画面，表达感受。

二是学情把握不够，可让学生从尝试表现生活简单的事物开
始，逐渐提高造型能力，避免出现眼高手低的现象。

《红色的画》教学设计及反思3

《红色的画》是人美版三年级第6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
着重介绍色彩知识。色彩知识在小学阶段是一项系列知识，
有三原色、三间色、对比色等，这些都是以原色为基础。学
生对于色彩是不陌生的，但要使其理解色彩理论知识，并准
确运用色彩来表达情感，有一定难度。为了避免把此课上成
单纯的色彩知识课，我充分地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在课前
就要求学生观察生活中红色的运用，收集红色的物品;在课堂



中又引导学生以欣赏、观察、分析、表现等学习方法去感受
和运用红色。关注学生的参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共
同合作。体验求知的乐趣。

我启发学生，我们通常在什么样的场面用到红色?为什么呢?
红色给人什么样的感受?教材中喜庆的场面使学生瞬间融入到
那热烈的氛围中，就不难理解红色是中国人传统喜庆的颜色
和所蕴含的红红火火、吉祥如意的寓意。接着又让学生欣赏
感受绘画大师的作品，进一步感受红色的色彩美感，树立生
活美术的理念。

针对“如何利用深浅不同的红色，使画面有层次，主体突
出”这一难点，我利用让学生在油画棒中寻找红色系列的颜
色，来启发他们理解深浅、纯度不同的红色，而后又通过让
学生欣赏自己的范作来体会如何运用的绘画实践中去。

这次的'范画，我准备了两幅。一幅画了两个大草莓，一个涂
了颜色，一个只勾了线。那个涂了颜色的大草莓特别显
眼——很大、很鲜艳——让人有垂涎欲滴的视觉效果。范画
出现在学生们眼前，他们都惊异地说好像真的草莓。我把用
来给草莓土色的几种颜色分表找出来，并在别的纸上简单示
范涂色方法，他们似乎突然发现涂色的神奇效果，都跃跃欲
试了。就连平时不愿勾线、不愿涂色的学生，也满怀热情地
尝试起来。

另一幅画了一瓶花，紫色的花瓶，橘红的花朵。这幅范画是
放在第二节课上出示的，是一幅完整的、画面饱满的红色的
画作，尤其是画面背景颜色，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绘制
这幅画，我花了很多功夫，运用了色彩的一些技巧。这样的
画对于学生来说虽然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他们很喜欢，
甚至还有学生尝试模仿，并且画得挺有感觉。

范画与美术教学尤为重要，然而，在教学现实中从未使用一
张范画，或很少使用的大有人在，专靠一支粉笔一本书长期



进出课堂，“空对空”地对学生说教，原先许多情趣盎然、
艺术感染力很强的内容被讲得干巴巴的，枯燥得没有一
点“味道”。由于没有范画的启示，学生的绘画技能、技巧
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状态，许多学生的作业“原地踏步”，学
生的兴趣也越来越淡，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这种不良
现象发展下去，对美术教育是相当危险的。

提倡范画教学，不断地探讨范画教学，不断地提高范画教学
的质量，是我们每个美术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才红色的花教案反思篇五

《红色的画》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是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第五册中的第六课内容。通过认真钻研教
材、设计周密的教学环节和绘制美观实用的教学挂图，通过
在课堂上与学生的密切协调的合作，我的这节课上得很成功。

通过本课的教学，我认为取得了以下的优点：

1、教态自然，语言简练而亲切，教学充满激情，课堂的导言
和结束语设计的巧妙自如。

2、教学环节设计清楚而巧妙，衔接自如。

3、在课堂教学内容的重难点的突破方面做得很出色。通过课
件出示红色的物体、红色的画，让学生充分地感受到了红色
给人热烈、欢快、温暖的感觉。通过让学生比较两张优劣不
同效果的画，使其在色彩与构图方面感到有差距。通过比较
两张画，使学生感受到了红色的邻近色的美丽，知道了画红
色的画不仅要使用纯红色，而且还要尝试运用好红色的邻近
色；在构图上要注意物体在画面的组合，使物体组合有聚有
散，并使画面物体有主次之分，使画面看上去完整美观。通
过学生在以上的比较学习，很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探究
能力。在绘画技法上通过让学生欣赏上面的两张画，使学生



明白了物体的表现可以用墨线勾画出物体的轮廓，然后在轮
廓线内平涂颜色。我还想让学生知道可以用颜色直接表现物
体的形状和色彩，于是，在课堂上我亲自示范此法-----我拿
出各种颜色的彩粉笔，在事先贴在黑板上的白纸里快速地描
绘出秋天的树林，这张画里的树木是主要物体，至于如何给
树林添画陪衬物，我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把自己想到
的物体大胆地说出来，这样很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发散思维的
培养，学生说出了许多种的陪衬物，有白云、小鸟、小兔子、
小朋友、花草等。

4、在学生评价作业时，我不仅让学生自评作业的内容和方法，
还谈了自己作画时的感受，以及结合作业展开的丰富的联想，
如编出了儿歌、故事等。这样使学生在口语表达能力和想象
能力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人无完人，事无完事，我的课堂教学难免存在着不足，有：

1、由于教学内容比较多，教学难度比较大（感受红色、认识
三原色、邻近色、了解学习作画方法，学习运用红色作画
等），教学时间不够充足，所以在教学语言的设计和过渡方
面还不够精美，这需要我在今后的教学上多加强改善。

2、学生在描绘作业时，参与合作的学生没有密切合作好，所
以合作学习的效果不够理想，合作的作业质量没有达到高的
标准。

总之，有锻炼就会有成长和进步，我要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
努力锻炼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扬长补短，使自己取得更大
进步。


